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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犌犐犛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设计

王　伟１，李　琰２
（１．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天津　３０００００；

２．石家庄铁道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要：传统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对于系统初始收集数据的处理效果较差，对于系统需求不够明确，因此操作时

间过长，系统工作效率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出基于ＧＩＳ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系统设计分为系统硬件设计与

系统应用程序设计两个方面，在整合系统硬件元件数据信息的基础上完善系统硬件操作，提升系统数据处理能力，将硬件操作划

分为三个不同方面的模块设计，缩减不必要的操作浪费，提升整体操作效率；在应用程序设计中集合相应的数据处理算法，研究

ＧＩＳ收集的内部信息，实现对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的整体设计；实验结果表明，基于ＧＩＳ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

制系统设计能够在较高程度上调整系统操作结构，优化内部协调控制性能，具有高调配性；在客流量为６０辆汽车时，其操作时

间为２０ｓ，控制有效率平均值为８３％，满足系统需求，具备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ＧＩＳ；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协调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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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先进的交通网络系统是一个城市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之一，随着经济实力与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对于交

通规律有了一定的了解，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也得

到了较大程度的重视［１］。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能够

辅助交通客流监测装备对路面状况进行实时勘察，稳定现

场交通秩序，避免大型事故的发生，对于人类出行安全具

有较高的保障［２］。

由于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对于设计过程中

的系统调配要求较高，为此，需加大对交通客流状况数据

的收集与分析力度，相关学者对此做出了研究。文献 ［３］

提出基于多智能体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设计。

引用可变情报板优化交通资源利用效率，通过多智能体仿

真模型设计控制系统。该方法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但具有

较多的系统操作步骤，其准确度的掌握较少，导致其系统

操作时长较长。文献 ［４］提出基于遗传算法的短时交通客

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设计，利用遗传算法获取小波神经网

络阈值，构建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该方法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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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系统操作，缩短了操作所需时长，但对于内部数据的

处理方式与系统需求吻合度较低，操作中容易遗漏较为关

键的操作点，导致其协调控制有效率较低。

针对上述方法问题，提出基于ＧＩＳ的短时交通客流智

能协调控制系统设计。硬件设计中将硬件元件划分为三个

模块实行系统操作，较为完美的处理了硬件系统内部结构

间的关系，有利于提升系统硬件的设计完整度［５］。在系统

软件设计过程中，根据ＧＩＳ显示数据对交通流状况进行信

息采集与分析，完整再现交通网状态，便于提升系统的协

调性能，缩减操作时间，提高系统设计效率，获取了较佳

的协调控制结果［６］。

１　基于犌犐犛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硬

件设计

　　为提升系统操作的有效性，本文分析系统硬件元件内

部结构，设置三个硬件模块进行处理，并构建系统硬件设

计结构如图１所示。

图１　系统硬件设计结构图

１１　定位模块

ＧＩＳ作为较为关键的数据查询与分析系统，需不断升级

其系统功能，本文首先转化ＧＩＳ内部系统功能，查询其定

位系统状态，并结合ＳＫＹＬＡＢＧＰＳ模块定位交通客流量数

据［７］。设置数据定位模块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数据定位模块图

ＳＫＹＬＡＢＧＰＳ模块是一款完整的ＧＰＳ模块，具有高灵

敏度、低功耗、小型化的优点，其极高追踪灵敏度大大扩

大了定位的覆盖面，在普通ＧＰＳ接收模块不能定位的地方

能够实现完美定位操作。具有高灵敏度、小静态漂移、低

功耗及体积轻巧的特点，符合实验研究操作需求，便利实

验操作，缩减操作所需时间，集成了ＲＦ射频芯片、基带芯

片和核心ＣＰＵ，辅助相关外围电路，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

集成电路［８］。

内部处理器包含２ＭＢ内存，１个 ＭＰＩ／ＤＰ１２ＭＢｉｔ／ｓ接

口，２个ＤＰ－Ｍａｓｔｅｒ／Ｓｌｅ接口，３个以太网ＰＲＯＦＩＮＥＴ接

口，具备双端换机，根据本文客流量信息，选取其单模块

形式执行系统命令，不断追踪数据信息，达到对短时交通

客流定位的目的［９］。

１２　数据追踪模块

由于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操作的特殊性，需追

踪其车流状况信息，以保证操作具有完整的数据支撑，利

用ＧＩＳ内部管理模式系统固定车流信息，并辅助Ｌ７６－Ｌ

ＧＮＳＳ模块实现数据追踪
［１０］。设置数据追踪图如图３所示。

图３　数据追踪图

在图３中，Ｌ７６－ＬＧＮＳＳ模块具有３３个跟踪通道，９９

个采集通道和２１０个ＰＲＮ通道，可完成实况追踪，采用紧

凑且统一的外形设计，与ＱｕｅｃｔｅｌＬ７６模块兼容，提供内置

ＬＮＡ，可在弱信号区域提供更好的性能，便利系统操作
［１１］。

启用多个ＧＮＳＳ系统通常会增加可见卫星的数量，缩短首

次追踪的时间并提高追踪数据精度，结合了先进的 ＡＧＰＳ，

可实现最高性能并完全符合工业操作标准［１２］。

允许自身系统使用存储在内部闪存中的星历数据自动

计算和预测轨道，因此该模块即使在室内信号电平也可以

快速固定位置，且功耗低，可以自适应地调整开／关时间，

以根据环境和运动条件实现定位精度和功耗之间的平衡，

完善系统操作，达到对短时交通客流智能追踪的目的，完

成追踪模块设计［１３］。

１３　协调控制模块

为强化本文系统协调控制力度，一定程度上改造 ＧＩＳ

检测的数据，分析数据存储的状态及现时原因，调节操作

基础，匹配协调控制器完成数据分析，并设置数据协调控

制过程如图４所示。

在图４中，选取的协调控制器具有２０相位控制，５６路

输出，每路驱动能力为６００Ｗ，采用光电转换隔离技术，完

整反映交通客流信号信息，减少了不必要的系统操作浪费。

机内设置１２个时段配时，可选相位方案、黄灯或感应模

式，带有以太网连接口，ＲＳ２３２连接口，经过光纤收发器

或无线路由器通过光纤、网线、无线网与交通指挥中心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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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数据协调控制图

网，实时记录交通客流信息，以便对系统的协调控制操作，

完善系统操作，提升系统的协调控制有效率［１４］。

１４　整流器设计

电感与电容不规范电信号组 Ｎ中的不规范电信号的产

生主要是由于脉动电流与脉动电压在被吸收与释放的过程

中剧烈波动所产生的，本文可以通过深度学习分析检测结

构对经过抽象化的该类不规则电信号的波动形式进行分析，

来确定是否是发电厂变频器的电感与电容发生了故障，如

果该类不规则电信号的波动幅度超过了６３６Ｖ，则说明是由

于发电厂变频器的电感与电容由于超负载运动被破坏进而

造成了发电厂变频器的过压故障，如果该类不规则电信号

的波动幅度没有超过６３６Ｖ，则说明发电厂变频器出现的过

压故障不在电感与电容结构当中。逆变器结构图如图５

所示。

图５　逆变器结构图

２　基于犌犐犛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应

用程序设计

　　为提升系统设计的协调控制有效率，本文针对ＧＩＳ收

集的交通客流路面状况展开精准分析，首先，匹配ＧＩＳ中

的遥感信息点，按照信息点的位置设置控制参数，并集中

对参数的存储，完善系统内部结构，设置系统应用程序内

部结构完善如图６所示。

整合ＧＩＳ内部数据库信息，并在其中挑选客流方向数

据，设置挑选方程式如下：

图６　系统应用程序内部结构完善图

犓＝
犃＋犛

槡犖
（１）

式中，犓表示为挑选结果数据，犃表示为系统结构参数，犛

表示为数据库信息，犖 代表挑选的数据整体数量。在经过

上述操作后，调节显示数据模式，并加强对中心系统环节

的管理，保证数据的安全存储与管理。在初始状态下，设

置单个交叉口监控装置，判定客流均衡数据，并设置判定

公式：

犑＝犓·（狏－狋） （２）

式中，犑表示为判定结果数据，犓 表示为调节数据，狏表示

为车辆通过速度，狋表示为客流量持续时间参数。由此获取

系统所需判定数据，集中对判定数据的记录操作，若单个

路口控制数据不足以支撑系统研究需求，则向相邻路口发

送请求指令，实现双方协调，直至得到较为满意的协调

结果［１５］。

逆变器不规范电信号组Ｋ中的不规范电信号的产生主

要是由于逆变器负载负担过大或者与控制电路配合不当产

生的，本文对经过抽象化的该类不规则电信号通过式 （３）

来进行计算，分析是否是发电厂变频器的逆变器出现了故

障进而导致了发电厂变频器的过压故障。

犓·ｄ犽＝∮犉·ｄ犳 （３）

　　其中：犓即为逆变器不规范电信号组犓，犉与犳 则为

逆变器将直流电源转换为所要求频率的交流电源的具体电

信号指令，如果将不规范电信号组犓 代入上述公式后符合

上述关系，则说明逆变器不规范电信号的存在不会对逆变

器的工作造成影响，如果不符合上述公式关系，则说明发

电厂变频器的过压故障与逆变器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将

区域ＧＩＳ信息上传至主系统中，设置应用程序内部设计操

作流程图如图７所示。

在图７中，系统数据得到较好的释放，能够更为集中

地实现系统管制处理，加强交叉口间的联系，并固定交叉

口监控装置位置，整合各监控方向，并设置较为稳定的数

据传输通道，确保数据的安全完整流通。在交通口信号灯

发生变化时，向中心系统发送传导指令，控制监控装置的

记录程序，当预测交通量超过了预期数值时，调整数值参

数，根据通讯的需要调节通讯系统，构建系统与ＧＩＳ网络

间的联系模型，并设置联系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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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应用程序系统内部设计流程图

犌＝∑犑－犔 （４）

式中，犌表示为联系构建关系参数，犑表示为通讯系统要求

参数，犔表示为ＧＩＳ网络需求数据。据此实现对系统整体

应用程序的设计，完善系统协调控制性能。

３　实验与研究

为精准评估本文基于ＧＩＳ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

制系统的协调控制性能，设置相应的实验环境进行性能检

验，采用文献 ［３］设计系统和文献 ［４］设计系统作为实

验对比方法，验证实验效果对比结果。

针对ＧＩＳ检测的数据庞杂性以及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

调控制任务执行的困难性，需对其实验环境进行数据筛选，

本文实验的操作步骤如下：

１）调节ＧＩＳ检测数据参数，包括交通道路状况以及人

流密集状况数据。

２）对选取的客流数据进行训练预测，由于操作的数据

具有多维特点，为此，在实验过程中将数据多维特征去除，

保护中心系统操控流程。

３）利用ＧＩＳ网络对交通量的预测数据进行再预测，同

时预处理相关数据，将数据数据数值控制在０至１范围内，

以避免产生干扰数据。在网络训练前，对交通客流信息归

一化处理，调整归一化数值系统储存位置，并结合流量监

测系统时刻监测数据变化，及时作出变化反应。

在此实验中，根据两个不同的实验参数进行实验对比，

进一步提高整体对比效果，并设置相应的实验参数表如表１

所示。

表１　实验参数

项目 参数

收敛步数 ２４

网络预测平均误差 １５．６７

最小绝对误差 ０．２６

最大绝对误差 ３５

操作时间 ９００ｓ

误差控制状态 稳定

网络预测平均误差 １１．４１

预测结构 神经网络预测

算法优化 数据算法优化

隐层中心值 １

以Ｕｄａｃｉｔｙ自动驾驶数据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ｄａｃｉｔｙ．ｃｏｍ／

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ｃａｒ）作为实验数据，在表１实验条件下，采

用不同方法对交通客流量进行智能协调控制，记录控制时

长及控制效果，得到协调控制有效率对比图如图８所示。

图８　系统协调控制有效率对比图

分析图８可以看出，文献 ［３］控制系统的控制有效率

平均值为６０％，文献 ［４］控制系统的控制有效率平均值为

４２％，而所提基于基于ＧＩＳ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

系统的控制有效率平均值为８３％，由此可见，所提方法的

控制有效率较高，对交通客流的控制效果好。

在此基础上测试客流量为６０辆汽车时不同方法的操作

时长，得到系统操作时长对比图如图９所示。

根据以上图示可以分析出，文献 ［３］控制系统设计具

备较高的系统协调控制有效率，但系统操作时长较长为

４４ｓ，文献 ［４］控制系统操作时长为２７ｓ，而本文基于ＧＩＳ

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操作时长均短于其他两

种系统，为２０ｓ。本文系统设计集中于提升系统的调配性

能，完整再现ＧＩＳ检测模式下客流信息状况，对于数据的

集中处理效果较好，促使协调控制有效率较高，操作时长

较短。

综上所述，基于ＧＩＳ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

统能够更好地调整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信息调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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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系统操作时长对比图

收集较为精准的数据信息，具备较高的协调控制有效率，

研究价值较优。

４　结束语

本文在传统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制系统设计的基

础上提出了一种新式基于ＧＩＳ的短时交通客流智能协调控

制系统设计，实验表明，该系统对交通客流量的协调控制

效果较好，且控制耗时较短，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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